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责编 高宏宇 编辑 孔潇 校对 禹华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dsxw＠163.com 2013年11月4日 星期一

《乡村服务社》所做的，远不止这
些。

2011年5月10日，商水县汤庄乡
东口头村的观众给栏目组打电话，说
村里的顾大爷收留了一位有精神问
题流浪街头的大娘。节目播出后，大
娘的儿子在电视上认出了母亲。当
大娘的两个儿子跟随记者，从郸城县
汲冢镇张庄村老家赶到商水，看到三
年未见的母亲后，两个孩子顿时泪流
满面，跪在了记者面前。

当一个个寻人启事从墙头、电线
杆子上，走上了市里的电视台，也有
更多的家庭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重新找到了团圆的温暖：

2011年11月28日，记者和商水县
练集镇派出所民警共同努力，把在外流
浪一年多的周峰送回了安徽老家。

2012年 7月 7日，55岁的崔涛在
商水县汤庄乡位坡村被人发现，重新
回到了老家。

2012年10月6日，郸城县胡集乡
史庄村的史玉良老人被人在淮阳县
黄集乡认了出来，年近七旬的弟弟看
到哥哥平安归来，顿时老泪纵横。

2012 年 11 月 13 日，王兴老人在
西华县皮营乡找到了走失四个多月
的老伴，把她带回了淮阳县齐老乡王
庄村的老家。

……

2011年 5月，“帮忙娘子军”记者
张林丽、秦若涵接到热线反映：太康
县朱口镇的丁民勤家庭十分困难，想
寻求栏目组帮助。

当见到丁民勤老两口时，两个小
姑娘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没有院墙
的小院杂草丛生，院落中央的一间土坯
瓦房仅有一扇没有窗框的窗户，窗户的
四周满是裂缝，靠着土坯瓦房的是一间
土坯和茅草搭建的厨房，墙体四面透
风，屋顶的茅草上覆盖着几块塑料布。

丁民勤大爷67岁，老伴张凤真患
急性脑出血，偏瘫在床，生活几乎不
能自理，两个女儿，先后因车祸和疾
病去世。平日里丁民勤要一个人照

顾老伴，还要出去打工贴补医药费。
2011 年的第一场雪下了整整一

天。11 月 30 日，天终于放晴。张林
丽在上班路上接到电话，周口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杨正超看到关于丁民
勤事件的报道，准备前往他家去慰
问。两个星期后，丁大爷住进了政府
给他家盖的新房，还申请到了低保。
他告诉记者，等攒点钱，他要买台小
电视，这样每天在电视上都能看到关
心他们的林丽和若涵。

“凡是农民需要的，就是我们应
该做的。”张频说，《乡村服务社》的记
者们用“两脚泥、浑身汗”，换来了和
老百姓的“心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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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郑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网络
媒体论坛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谈起了周口电视台的一档栏目，提到了
栏目里一台轮椅引发的爱心传递。

两年前，周口电视台《乡村服务社》
栏目播出一则新闻：辖区赵女士的婆婆
生病出院后，有台闲置的轮椅想转赠给
有需要的人。1台轮椅和26个需要轮椅
的家庭，一场寻找最需要轮椅的人的爱
心接力活动就此在周口展开。

截至今日，以电视台栏目为桥梁，已
经有700多名残疾困难人士坐上了社会
爱心人士捐赠的爱心轮椅。而由此延伸
出的“爱心寻亲”、“帮农民卖滞销蔬菜”
等一连串的爱心接力活动更让三川大地
上暖意融融。

深秋时节，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全媒体
新闻中心的记者奔赴三川大地一探究竟。

《寻找最需要轮椅的人》节目在
播出，爱心人士希望捐赠爱心轮椅，
解决残疾、困难群众生活难题的热线
也越来越多。

2011年11月6日，三川大地寒风
刺骨，周口电视台院内却荡漾着暖暖
的春意。《乡村服务社》34名记者和来
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一起，见证

《乡村服务社》开播以来的第一项大
型社会公益活动——“春暖2012爱心
轮椅传递活动”正式启动。

“我当时只想着能把轮椅送给需
要的人，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
事。感谢《乡村服务社》，是你们让我
懂得了一个人的爱心没有大小。”捐
出第一台轮椅的赵彩华的发言，博得
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2012 年 3 月 4 日，春节的气息还
没有散尽，《乡村服务社》记者梁振华
按照电话里的线索，推开了西华县清
河驿乡大朱楼村朱山林的家。

“屋内的场景真让我惊呆了。”梁
振华至今记得那次采访的所有细节，

“堂屋里连个桌子都没有，除了几根
木棍，就剩下一张破床。床上一片狼

藉，一股股恶臭呛得人喘不过气。朱
山林就穿着一件军绿色的破褂子，静
静地坐在床上一动不动。”

20年前的一场车祸，让朱山林双
腿失去行动能力，为了治病，花光了
积蓄，全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我在
他家的厨房里看到，那天早上一家人
的早饭竟然是玉米面和麦麸在一起
熬成的稀饭。”

朱山林的床边紧挨着一扇窗户，
窗户是用塑料布糊起来的，在窗台上
放着一块砖头压着塑料布的一脚。
朱山林说，自己几乎每天都在屋里躺

着，躺急了，便移开窗口边的砖头，扒
开窗户，看看太阳，听听鸟叫。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一位爱心
人士就给朱山林捐赠了一台价值
1000 元的轮椅。而当记者带着爱心
轮椅再次来到朱山林家时，一家几口
重重地跪在了记者的面前……

“说实话，前段日子我都下决心
不活了。但是现在，我不能有这个想
法。还有人想着俺，我就要好好地活
下去。”一台小小的轮椅，给这个农村
汉子带来的是继续生存的力量，重新
燃起了生活的信心。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档栏目，竟然有这
么大的力量？

周口地处豫东平原，下辖8县1区，总
面积 1.19 万平方千米，2012 年末总人口
1125万，是我省第二人口大市，也是我省传
统的农业大市，素有“中原粮仓”的美誉。

“经过多年的经营，周口电视台四个
频道凭借专业、丰富的电视节目，已经牢
牢地把握住了广大农村受众。”周口广播
电视台台长王海山介绍，因为电视对受众
的选择上附加条件少，电视节目是周口农
村消费者接触的主要大众信息传播媒体，
高达90%以上的普及率，其满足农村居民
精神生活的能力也是报纸、广播、杂志难
以比拟的。“农村观众非常重视电视提供
的娱乐消遣，学习各种知识，了解商品信

息，收视欲望特别强。”
为了更好地满足农民朋友日益提高

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周口市电视台通
过精心设置，按照农民的收视习惯和作息
时间，开始打造一个具有强烈“农”味的电
视节目。

“我们的《乡村服务社》就是这样一档
让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节目。”
王海山说。

2010年4月，周口电视台把原来一周
三期的乡村栏目改版升级，打造全新的《乡
村服务社》。作为周口电视台的“当家花
旦”，张频不仅是主持节目的行家，更是节
目制片人。这个从小在兵团长大的姑娘凭
着一股子闯劲儿，拉起了一个平均年龄不
足26岁的年轻队伍，挑起了这个担子。

张频生长于城市，虽在周口电视
台工作多年，但“也没啥农村生活经
验，说不好听的，麦苗和韭菜都分不
清楚”，栏目的记者、主持人也都是大
学刚毕业，不事稼穑。

2010年 5月，张频亲自带着年轻
的记者一头扎进了田间地头，深入农
户家中，“就是想听听农民的心里话，
他们最想看啥样的农村节目？”

在农民家的炕头上、玉米地里，
张频和她的队伍看到了农民的辛苦，
知道了农民的需求，这些在城里长大
的编辑记者理清了思路，探索一条

“以深入田间地头，提供致富信息，解
决实际困难”为主题的新思路。

《乡村服务社》，服务第一位。栏
目提出了“乡村服务社，服务在身边”
的服务宗旨，选取与农民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的事件和信息予以报道。
栏目记者有自己已经形成的品牌化
名字：“维权兄弟连”和“帮忙娘子
军”，有困难和需要帮助可以随时告
诉他们。“维权兄弟连依法维权，帮忙
娘子军一帮到底”的口号，已经深深
扎根于农民心中。

“以前从来没想过，市里的电视

台会为俺家里的一个小事跑一趟。”
西华县红花镇农民石业民说。2010
年 7 月 26 日，石业民的果树生病。
晚上刚看完节目，老石就用手机打
了节目的热线电话。“大伙儿都说我
异想天开，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栏
目组记者就带着农业技术专家到我
家，对果树把脉问诊，现场解决问
题。”

当农民电话里求救的一个个小
事都解决了以后，他们慢慢地发现，
身边有了一个有求必应的电视台：农
民有啥要求，栏目就开啥板块。

刚满三岁的《乡村服务社》，已经
由一开始的4个板块，增加到了20多
个板块；播出时间也由原来的一周三
次，每次 15分钟，增加到了现在的一
天一次，每次45分钟。

三年来，《乡村服务社》一线24名
记者行程 40 多万公里，举办大型科
技、医疗、文化、教育、法律等下乡活
动20余场，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指
导农民科学种植、养殖 1200多次，接
听来电、接待来访 16万人次，播出稿
件 1万多篇，累计制作节目时长超过
3.5万分钟。

2012年12月26日，《乡村服务社》
热线 8221890接到了一个电话：俺是
西华县西夏镇展庄村的，俺这里种的
几百亩大棚芹菜，马上就要长成了，可
就是卖不出去。辛苦大半年，眼看着
投资的几万块钱打水漂，老少爷们都
急疯了，你们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放下电话，记者孙小奇和苗创举
迅速驱车赶往西夏镇。看到《乡村服
务社》的采访车，早已等在路边的村
民马上围了上来。

“因为前几年蔬菜大棚少，看到
效益好，全村一下子种了300多亩，全
部是芹菜。前几年种得少，菜好卖，
拉到集上轻轻松松就卖完了，可这
300多亩地的芹菜一块熟了，集上哪
能卖完？”拨打电话的胡建设一边介
绍情况，一边叹气摇头。“芹菜再卖不
出去，会影响到下一季的作物播种，
损失更大了。”

回到栏目组，大伙商议决定，及
时把信息发布出去。一方面看有没

有需要芹菜的商户，另一方面联系当
地菜市场和企业。当晚，一条《芹菜
种出来 销路犯了愁》的消息在第一
时间与观众见面。

第二天，就有观众打来电话，愿
意收购一部分芹菜，但是都是几百、
上千斤的需求，这远远不能解决芹菜
的销路问题。栏目组随即决定，联系
市里最大的超市。

当天中午，超市就和栏目组取得
了联系，同意收购展庄村 1 万斤芹

菜。四天三次的采访、奔波，芹菜滞
销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商水县位集镇舒寨村的西瓜、沈

丘县周营乡马营村的萝卜、淮阳县葛
店乡大王村的山药……《乡村服务
社》利用媒体优势，及时传递农产品
供需信息，与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
超市联姻，三年来，为农产品加工和
销售企业提供供求信息近万条，帮助
农民销售农产品8000多万斤。

栏目组为卧床五年的李民强送来爱心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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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轮椅
和26个求助电话
周口电视台《乡村服务社》发起的轮椅捐

赠活动，缘起于两年前一条求助信息。
2011年 10月 8日，《乡村服务社》栏目组

接到商水县城关镇赵彩华的热线电话：婆婆
住院期间，家人给她买了一台轮椅，现在婆婆
已经康复了，只用过几次的轮椅丢掉怪可惜
的，想通过栏目组寻找最需要的人，她愿意无
偿捐献出去。

第二天的《乡村服务社》播出了此事，“一
天接到了 26条有关需要轮椅的热线电话。”
张频，原周口电视台知名节目主持人，现《乡
村服务社》栏目总制片人。

栏目组决定，逐一寻访来电话的轮椅需
求者，从中筛选出最需要轮椅的人。这一去，
大家却为难了：

淮阳县曹河乡王楼村党茂奎的妻子罹患
脑瘤，负债六七万，落下了偏瘫。家中为此一
贫如洗，每天照顾病床上的妻子倍感吃力。

西华县皮营乡郭楼村82岁的刘翠英，老
伴去世早，女儿又自幼脑瘫，靠她照顾近 50
年，如今老人年岁已高，邻居打来电话希望能
够有台轮椅减轻老人的负担。

太康县芝麻洼乡孔大庄村 74岁的五保
户孔祥安，膝下没有儿女，意外摔断了腿，平
日里只能靠70多岁的老伴照顾。

商水县固墙镇高学强的儿子今年 20多
岁了，平时出门只能靠老高给他做的一个简
易架子。老高希望有台轮椅，推着儿子在村
子里到处转转。

……
只有一台轮椅，怎么办？
于是，《寻找最需要轮椅的人》的板块在

每天的《乡村服务社》栏目中定时与观众见
面：一篇篇催人泪下的报道，一个个充满期待
的眼神，轮椅需求者的故事让前去采访的记
者湿了眼眶，也感动着电视机前一个个充满
爱心的观众。

“我最近看到了你们的报道，淮阳的那个
小姑娘芳芳真可怜，我全家都哭了，我想买台
轮椅给她，该怎么送过去？”

“我是淮阳豫生医院的，我们全院职工最
近都在看你们的节目。大家捐了一点钱，医
院又拿出来一部分，我们买了 10台轮椅，通
过你们栏目送给需要的人吧。”

“我在新疆工作，老家是咱周口的，听说
了你们这个节目。我手头也不宽裕，这 2000
块钱托你们买轮椅用。”

……

一名记者
和第40台轮椅

雨后初霁，深秋的三川大地，田间地膜上
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芒，刚把头钻
出来的蒜苗，在冷风中顽强地向上生长。

车子出周口市区，沿着文昌大道一路东
行，停在了川汇区搬口办事处下李村的一处
农房前。周口电视台的两名记者跳下车，把
一台崭新的轮椅搬了下来。

“我们的节目前几天播出了搬口办事处
李民强大爷因为身患疾病，需要轮椅的报
道。今天，我们就为李大爷送来了一台轮
椅。”年轻的记者詹亚琦熟练地拿起话筒开始
播报。

推开虚掩的大门，迎面是一蛇皮袋的输
液瓶。午后阳光铺洒在院落，屋前一张木板
拼凑的小床，李民强孤零一人躺在床上。看
到家里来了一群人，眯着眼朝人群的方向看
了一下，吃力地摆了一下左手。

把轮椅打开，轮子固定在床尾，村民们把
李民强抱上了轮椅。赵红梅迫不及待地推着
老伴在小院里转起了圈。

李民强老人今年65岁，两年前中风瘫痪
在床，儿子在外打工，老两口在家生活。

“五年多都没有出过院子，”赵红梅抹着
眼泪说，“我一个人也搬不动。”偶尔出屋，也
是在邻居的帮忙下，才从暗黑阴潮的屋子挪
了出来。

“大爷，坐在新轮椅上感觉咋样？以后可
以让大娘推着你出去转转。”詹亚琦拉着老人
的手问，“好！”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嘴里咕哝地挤
出几个并不清楚的字，伸着左手晃动了一下，

“他说坐着很舒服，谢谢你们！”赵红梅翻译说。
詹亚琦清楚地记得，这是她和搭档一起

送出去的第40台轮椅。
节目总制片人张频也清楚地记得，短短

两年时间，周口电视台《乡村服务社》栏目已
经送出去了700多台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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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汗水两脚泥换来“心贴心”

一个电话和8000多万斤农产品

一条热线和40多万公里

一次合作和一支年轻队伍

一个寻找和一场爱心接力


